
主编：白宏太 电话：010-82296669 投稿邮箱：jsgzzk@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2017年6月14日 15版

学校党组织如何助力教师成长
□□黄康金黄康金

王艳彬：弯曲之背撑起乡村希望
□□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报记者记者 李见新李见新 □□通讯员通讯员 张本宝张本宝 安安 稳稳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中国教师报
联合主办

当代教师风采当代教师风采

学校应为个性教师
提供成长空间

□□谌 涛

在现实中，“这位教师很有个性”是
个亦褒亦贬的句子，它既可以表达某位
教师桀骜不驯、自以为是，也可以表达
某位教师在某些方面具有突出才能，不
随波逐流，坚守理想。世界上没有两片
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位性格完全相同
的教师，每位教师都有自己的个性，但
不是每位教师都是“个性教师”。

我所理解的个性教师，是具有与教
学相关的某方面特长，同时在思想行为
上表现出一些“异常”，难以被一般人所
接受和理解的教师。用常规的评判标
准，个性教师可能“不合规矩”，但同时
其具有的教学个性与特色又是其他教
师没有的，可谓难能可贵。

但目前，对这样的个性教师，评价
极端化特征明显。在学校内部，有人对
个性教师高度肯定和欣赏，也有人嗤之
以鼻、不屑一顾，而且持否定态度的人
往往是占多数。在不同群体中，个性教
师获得的评价也有可能截然不同，有的
个性教师在学生群体中获得高度认可，
而在教师群体中则被否定。这种差异
化极大的评价，许多时候会给个性教师
带来发展困惑，甚至会成为成长的障
碍。比如，他们可能会因测评分数极
低，与荣誉无缘，还要被人指摘。

面对这样的发展困惑，个性教师该
如何自处？是坚守个性还是打磨个
性？打磨个性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往往
是，教师失去个性，相应的教学特色与
优势也没有了，教师最终陷入平庸。

但综观教育界的名优教师，大多具有
鲜明的个性特征。可以说，只有有个性的
教师，才能培养出有个性的学生。也因
此，学校应为个性教师提供更加宽容的成
长空间，引导个性教师走出发展困境，把
个性进一步升华为教育教学的风格，把培
养个性教师作为形成学校教育特色的有
效路径。

具体来说，我认为在个性教师的成
长中，以下几点尤其重要：

第一，个性教师需要强化自身成长
自信。教师的个性是实施个性化教学
的宝贵资源。当前的新课程改革强化
了学生的选择权，倡导促进学生的个性
发展。一位个性教师能引领、指导、带
动一大批有特长兴趣的学生。学生的
个性发展需要教师的个性化教学来保
障。个性教师的存在具有鲶鱼效应，对
于增强学校教师团队的生机与活力，激
发创新和开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人无完人，个性教师专注、专心于某
一方面，而在教师的日常行为规范的遵
守上有些偏差，只要不涉及违法违纪和
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不是什么缺陷，没必
要大惊小怪，学校应善待个性教师。

第二，要善于将个性转化为教学优势。
教师的服务对象是学生，学生的评价对
于教师有着决定性作用。个性教师必须
赢得学生的广泛高度认可，否则这种个
性就没有意义。创造性是个性化教学的
核心和灵魂。个性教师与一般教师相比
有自身显著的特点和差别性，这种差别
性不是创造性, 却是创造性产生的源
泉。学生都有好奇心，教学的独特性正
是吸引学生的有利因素。因此，教师应
充分利用教学的差别性, 扬长避短, 克
服消极因素, 弘扬积极因素, 开展创造
性教学，将自己的个性转化为教学优势，
打造受学生欢迎的个性化课堂。

第三，要创造条件让个性特长更强
更长。一般来说，对于个性教师的否定
评价主要集中在行为“失范”上，而肯定
评价则主要集中在个性特长上。如果
个性特长更强更长，获得的肯定评价就
越多，在此情况下，集中在失范上的否
定评价将显得微不足道。一些名优教
师在教学上取得成就之后，人们也渐渐
的淡化了其存在的某些失范。

人们常说“墙内开花墙外香”，在学
校内部，离个性教师越近，看到的失范
就越多。学校外部，离个性教师越远，
其个性特长越容易被人们认可。如果
个性教师的个性特长更强更长，获得校
外专家乃至社会肯定，其校内的负面评
价也会被赞誉所淹没。

这启示我们，作为学校管理者应该
反思我们的常规管理。一方面，怎样在
校内营造更加宽松、自由、向上、向善的
文化氛围，为个性教师发展提供良好的
土壤；另一方面，也要对个性教师善加
鼓励和引导，让他们能够扬长避短，改
善他们个性中的缺陷，让个性教师得到
更好发展的同时，也使他们成为丰富学
校教育特色的积极因素。

（作者系蒲公英评论网评论员）

学校党建工作直接关系到学校的科
学发展，而教师是学校发展和教育质量
提升的关键。党组织应当充分发挥政治
核心作用，积极引领教师专业成长，造就
一支思想素质好、知识水平高、专业能力
强的教师队伍，从而实现学校的可持续
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高。

近年来，我校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员
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与教学管理
部门密切配合，开展创先争优和“党员一
岗双责”等活动，有效促进教师专业
成长。

做师德成长的引领者

教师是学生成长的导师，教师的言
行举止对学生的影响是耳濡目染、潜移
默化的，对学生发展起着导向性作用。
教师只有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才能真正
做到为人师表、教书育人。

师德建设是学校党组织的分内事，
也是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教师师德成长
上，学校党组织要做好引领者，做教师成
长的“导师”。

为此，学校党支部坚持把师德建设
摆在教师队伍建设的首位，开展了师德
师风演讲比赛、学生评教师、家长评学
校、万名教师访万家、关爱留守儿童、党
员教师进社区做义工等一系列师德师风
建设活动，树立教师良好形象，增强依法

从教、自觉抵制有偿家教的自觉性，引导
全校教师恪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践行
师德，创先争优，自觉远离有偿家教，努
力做人民满意的教师。同时，学校党支
部做好师德的考核评价，表彰和宣传优
秀教师和师德先进典型，用身边活生生
的事例激发广大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提升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

做专业发展的陪伴者

成长的道路千万条，无论哪一条都
离不开学习。学习是教师保持与时俱进
的“活水”之源，更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必
由之路。学习会让教师更加理性、善于
思考，更加宁静、远离浮躁，更加具有专
业素养与教育智慧。

在教师专业发展上，党组织要做好
陪伴者、同路人的角色，号召党员教师带
领广大教师加强自身业务学习，树立终
身学习意识，不断给自己“充电”，把学习
当作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努力
把原来的“一桶水”变成“自来水”。

学校党支部向每位党员发放了自主
设计的《党员一本通》，内容包含目标责
任书、学习记录、心得体会、党性日记、工
作小结等，向每位教师发放自主设计的

《教师专业成长手册》，内容包含校本培
训记录、参与活动记录、自主学习记录、
学习感悟与反思、个人专业成长总结等，

以此引领全校教师的学习。学校成立教
师读书社团,每周五下午组织教师交流
读书学习心得、经验、方法、成果，营造读
书学习氛围，形成“多读书，善学习，乐交
流，喜分享”的新风尚。学校党支部还要
鼓励教师参加网络学习，引导教师建立
QQ 学习群、博客和微信群，拓宽学习渠
道，互相交流读书心得、学习感悟、实践
经验，让网络成为教师们进行自主学习、
自我展示的新平台。

做目标规划的指导者

古人云，“事不预则不立”。作为教
师，应当有理想、有目标、有追求，把教育
教学当作一项事业来追求，从而确定目
标激励自己。

帮助教师确立成长目标，合理地制
定个人职业发展规划，让教师确立高远
的教育理想和职业价值观，是学校党支
部应该负起的责任。

学校党支部、校长室指导每位教师
制定自己的专业发展规划。新教师从踏
上工作岗位第一天起，就要根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专业优势与需求，制定特征鲜
明的发展目标和具体可行的发展规划，
并在实际工作中逐步修正、充实和完
善。学校党支部组建学科教研共同体，
认真分析和研究每位教师的性格特点、
教学起点及发展潜力，对于不同发展阶

段的教师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并实施
差异性管理，为教师提供自主发展空间，
让每位教师都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行。

做岗位成才的设计者

教师专业成长需要有舞台，更需要
氛围。为此，学校党支部将特级教师、区
学科名师、区学科骨干教师集中起来，组
建教研共同体，引领教师开展教学研讨
活动。党支部率先垂范，每位支部成员
分管一个年级组，上好一门课，蹲点一个
教研组，及时了解教师的工作、思想等状
况，及时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党政班子
到教研组、备课组参与教学研讨活动，与
教师们一起磨课、说课、评课、上课，在研
究课堂教学中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力、向
心力。

为了充分发挥学科名师的示范作
用，引领青年教师尽快成长和成熟，造就
一支思想好、业务精、能力强、后劲足的
师资队伍，学校党支部实施“学科导师
制”，为青年教师“量身定制”配备学科导
师，加大对青年教师培养、培训力度。通
过党员教师的“传、帮、带”促进青年教师
专业能力提高和专业素质提升。近年
来，学校先后有 30多位教师被评为区级
以上骨干教师。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
第二实验小学康华校区）

“谢谢您老师，我每次看见您弓着身
子给我批改作业，我就告诉自己要好好
学习，长大不能忘了老师的教育。”下课
了，10岁的张莎莎递给王艳彬一张纸条，
还不忘说一声“老师好”。

在每天的工作中，王艳彬常常被这
种幸福包围着。孩子们看见他上楼，赶
紧让开道，搀扶着他；下课了，争着帮他
把教案送到办公室。

“那几天，孩子们天天问我，王老师
好了没有，啥时候回来，祝王老师早日康
复！”校长张军说，“艳彬对孩子付出这么
多，孩子自然爱戴他。言传身教，无私奉
献，艳彬做到了！”

患病11年没缺一节课

36 岁的王艳彬，是河南省周口市郸
城县双楼乡张庙小学教师。2000年师范
毕业后，他就在本行政村的这所小学教
书，直到现在。王艳彬性情开朗，给孩子
的总是微笑和鼓励，然而他的每一天都
在疼痛中度过。

“2006 年，我被检查出强直性脊柱
炎。医生说，这种病目前基本不能治
愈。”王艳彬说，为不耽误上课，他总是在
星期天或放假外出看病，每天吃两次止
疼药减轻疼痛。

“服用止疼药要大量喝水，促进毒性
排泄，否则会引起肾小球坏死或者急性肝
坏死。现在左腿骶髂关节已经完全融合，
不能坐更不能蹲，怕上厕所麻烦同事，医
生安排止疼药早晚各吃一次，我只是晚上
在家时吃一次，白天尽量不喝水，疼了渴
了就忍着。”向记者说起自己的病情，王艳
彬依旧微笑着，仿佛在说别人的事。

有人问他，病得那么厉害，为啥不请
假？王艳彬说，学校老师紧张，自己请假
就会给其他老师带来更大的负担，每天
上课也是一种活动，看到学生心里会高
兴一些。

可是，因为不能坐也不能蹲，王艳彬
在学校只能站着。“从早晨七点进学校，
到下午五点半回家，在学校一天要站 10
个小时，上课时累了靠着桌子边休息一
下。没课就趴在桌子上写教案、批改作
业。”学校业务主任王友贤心疼地说，如
果一年按 200 天上课计算，11 年来王艳

彬在学校站了22000个小时！
2009年 5月，王艳彬的病情加重，左

腿膝关节肿胀积水，平日穿的裤子都穿
不上了。但他仍然没有请假，只是到邻
村的诊所给膝关节抽水，整整抽了两管
半积液。

医生黄少华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建
议他住院，他说不行，还得给学生上课。
就用绷带裹住腿，饭也没顾上吃，直接回
学校了。”

苦难中依然保持微笑

“艳彬精神乐观，心态好，工作尽职
尽责，11年从没因病缺过课。让他病休，
他坚决不肯。阴天下雨，就让妻子送。
家庭经济困难，他也从不提任何要求。”
张军说。

其实，王艳彬的生活非常贫困，家中
4 亩半地，最大的孩子上小学五年级，小
的孩子刚上幼儿园。妻子在家务农，还
要照顾他和孩子，收入主要靠他一个人
的工资。看病用的钱，大多是哥哥、姐姐
和弟弟资助的。他家至今住的还是20多
年前建的小砖瓦房。

“上次局领导来检查工作，大家建议
他说说自己的病情和困难，但王艳彬没
有。他说，有的老师比我还困难，他们更
需要帮助。再说，领导来检查工作，咱更
得精神点，要有教师的形象。”双楼乡中
心校校长孟献峰说。为此，孟献峰特地
在双楼乡中心校组织了学习王艳彬的活
动。全乡教师自发组织起来，为王艳彬
捐款。

许多人听说了王艳彬的事，也都非
常感动。郸城县教体局局长刘现营专门
托人给王艳彬送去个人捐款2000元。王
艳彬以前的同学纷纷伸出援手，或捐钱
寄物，或前来看望。

可是，王艳彬却从大家的捐款中，拿
出2000元，给全校150个孩子每人买了一
个书包，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他说：“做老
师要对孩子负责，也要对自己负责，哪怕一
辈子做平凡的事，也要对自己有个交代。”

周围的不少同行，在学习了王艳彬
的事迹后，纷纷留言为他点赞。

郸城县白马镇实验小学教师王治瑜
说：“艳彬对生活的乐观，让那些难以承

受的重负成了生命的礼赞，谢谢艳彬带
给我们的正能量！”

沈丘县北城三中教师辛明星说：“三
尺讲台洒深爱，佝偻之躯铸师魂！艳彬
是教师的楷模，是乡村的希望，是我们学
习的榜样！”

项城市郑郭镇高营小学教师张军伟
说：“微笑很简单，但能在苦难中依然保持
微笑并不易。向艳彬学习、向艳彬致敬！”

做一个对孩子有价值的普通人

今年3月，王艳彬的事迹在河南卫视
播出后，郑州一家医院愿意为他提供免费
治疗，安排的15天疗程，王艳彬只待了3天
就拿着药回来了，他放心不下学校的孩子。

有这样一件事，让孟献峰说起来忍
不住眼里含着泪：“4 月 18 日晚上 10 点
多，我和中心校人员查夜间值班，看到王
艳彬和张军等5个老师还在加班，整理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档案。当时让他回家休
息，他说自己身体还行，多少能帮点忙，
就是不肯走……”

现在，王艳彬担任四年级数学课、英
语课、科学课和班主任，还是学校图书管
理员。学校让他少担些课，多歇一歇，他
笑称，我在英语方面比老教师好一些，我
来教更适合。

王艳彬最崇拜教育改革家魏书生。

魏书生曾连续5次到郸城讲学，他到不了
现场，就请校长带回讲学的光盘，找到魏
书生的书来看。“学他的管理经验、敬业
精神、执着精神。工作中、生活上遇到困
惑，我就看他的书和讲座。”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了
不起的人，我只想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用
的人、有价值的普通人，一个称职的教
师、一个幸福的教师。”魏书生的这句话，
一直是王艳彬的座右铭。

深受魏书生鼓舞，王艳彬立志要做
一个对孩子负责的教师。“学生的事没有
小事。大人看来最不起眼的小事，对孩
子来说都是一件大事”。

有人觉得乡下的孩子太难教，但王
艳彬从不这么认为：“孩子都是懂事理
的。发生了问题，只要问清楚，处理好
了，学生就认为老师公平公正，有事儿都
会跟老师说，信任老师。”

也因此，在教育学生中，王艳彬特别
强调：“要爱护孩子的自尊心。孩子感受
到自己被尊重、被关爱，就会高兴地学习、
生活，也会尊重和关心别人……”

这就是王艳彬，一个白天佝偻着身
体站立 10个小时，晚上靠吃止疼药才能
睡去的乡村教师。在 17年的时间里，日
日坚守在偏远的乡村小学，用僵硬的脚
步延伸着孩子的梦想，用弯曲的脊背撑
起乡村的希望。

声音

王艳彬在上数学课王艳彬在上数学课

师德建设 学校党组织要做教师师德成长的引领者、专业发展的陪伴者、目标规划的指导者、岗位
成才的设计者，积极引领教师专业成长。

在17年的时间里，他日日坚守在偏远的乡村小学，用僵硬的脚步延伸着孩子的梦
想，用弯曲的脊背撑起乡村的希望。


